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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前言 

    在都市土地高度使用的現況中，集合住宅有逐漸增加的趨勢，但

集合住宅由於高樓的垂直距離常造成人際關係的冷漠疏離。高齡者人

口比率逐漸提升的趨勢下，如何避免集中住宅內的老人因欠缺互動交

流而致產生生活的封閉孤獨，是重要的老人居住課題之一。在避免老

人生活封閉孤獨的思考上，藉由舒適的公共空間與公共設施的提供是

有機會讓老人走出自己的生活空間(範圍)。但若進一步藉由社區內的

組織積極設置相關據點來提供老人在社區照顧服務，應更能帶動老人

走出自己的生活空間(範圍)，並且促進人際間的交流互動。 

    台南市社區組織大多數已積極參與老人社區照顧工作，甚至設有

關懷社區據點，方便於提供老人參與社區照顧服務。 

   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來瞭解老人對於社區照顧服務的使用特

性，並分析社區關懷據點對老人在自己生活空間(範圍)之外的生活行

為內容以及所在地點與時間分配的影響。另外，居住在集合住宅的老

人，對於社區照顧服務是否能有效的吸引老人主動外出並促進社交活

動的積極效益而加以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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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研究架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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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社區組織 

    推動各項社區工作的基層組織，如社區發展協會、村里組織、公

寓大廈管理組織，守望相助組織、寺廟教會等宗教組織、文史工作室、

讀書會、老人會等。社區組織的成立在於促進社區居民的福祉為目

的。本研究對社區組織定義為，社區內部的個別組織(含里辦公室與

社區發展協會及其他組織)均能合諧共處，且在社區居民的共同利益

下能互助合作，整體的運作上有共同的組織理念。 

 

二、社區照顧 

    近年來，老人之照顧責任由家庭及社區轉移至政府，然而因社會

支出的急速成長及去機構化等影響因素，使得政府為解決問題而採取

的對策，是由正式照顧模式如機構式的照顧方式，轉向非正式的社區

照顧服務，是指正式服務機構以外的可利用資源，如家庭、朋友或鄰

里等非正式的關係模式，而形成一種提供照顧模式的現象。 

 
 
 
 
 
 
 
 
 

4.研究對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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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研究對象為居住於台南市高層社區內，60 歲以上的老人，能說

國語或台語，並且認知功能良好者。 

 

5.研究工具 

    本研究於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期間完成調查，針對居住

於台南市高層社區內 60 歲以上之 108 位老人來進行問卷調查並將所

得之資料加以整理分析。 

 

6.研究信度及效度分析 

    本問卷採用 Cronbanch’s Alpha (a) 為信度計算方式，a 值為 0.9。

本問卷設計完成後，邀請兩位資深的專家，就內容進行內容效度的審

查，並進行問卷內容修正與定稿。 

 

7.資料分析 

    本研究採結構式問卷收集資料，問卷內容是根據研究架構及研究

目的整理分析，問卷題項包含(一)基本項目：性別、年齡、婚姻狀況、

教育程度、籍貫、宗教信仰、退休前職業、退休前月收入與每月可支

配金錢總額等。(二)日常生活狀況：自評健康、是否罹患慢性病、自

評疼痛、擔憂健康、日常生活功能與工具性日常生活功能等。(三)社

區照顧：關懷問安、健康管理站、電話問安、緊急救助、諮詢與轉介

等。(四)社區參與：慶典活動、講座活動、音樂活動、有氧運動、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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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運動等。(五)為瞭解社區老人目前設施使用的現況與生活時間行為

的安排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，探討老人所處的環境、場所之互動關係，

並且透過老人生活之活動、時間、空間等項目而加以歸功出社區老人

的「生活模式」，因此本研究不以隨機取樣作為問卷調查的方式，而

以立意取樣作為調查的方式。 

 

8.結果與討論 

結果 

    由於高層集合住宅在視覺上的容易形成人們心理上的距離，造成

高層住宅人際關係的疏離感，因此居住在高層集合住宅的老人易產生

封閉與孤獨感。但個體在步入高齡者階段後，需要替代性社會角色，

藉以和別人相往來和交換服務，才會感覺自己的存在對別人還有意

義。此時，老人可藉於參加長青會、退休集團、老人俱樂部、教會等

社會團體，使老人可以增加與人交流互動的機會。 

    為提供老人在社區中與他人交流互動的機會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待

在家裡，除非有特殊目的，否則總是在家中很少下樓，因此與鄰里之

間的關係就變得較微弱。研究發現居住者若經常使用公共設備及參

加、活動的話，亦會吸引更多的居民，應會與鄰里間產生更廣泛性、

且經常性的碰面，認識及往來的機會。因此若欲建立高層集合住宅老

人的人際關係，可試圖使家中的老人外出到設施的所所來空間活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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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使老人在外活動的時間與次數增加。 

討論 

    經常性非正式的接觸是人際友誼形成的基礎，因此需要提供一個

可以支持鄰居密切往來活動的環境。且使用公共空間的人數不能太

多，應在彼此可以互相認識的範圍內，所以，為增加居民在戶外見面

的機會，可以設立社團的形式或社區舉辦活動，其目的是希望老人們

能由家中走出至戶外。在此，社區組織扮演的角色是提供老人在戶外

活動的設施，並在增加老人外出活動的同時，使老人能夠建立良好的

人際關係，並達到社區照顧的目的。 

    老人在晚年能有計畫的在到設施場所從事休閒活動，對老人的生

活品質是有直接的影響。在此觀點下，老人若能經常性的在日常規律

的安排外出，到固定場所或設施從事活動，其意識不僅於是在打發時

間，而能同時防止身心功能退化，並積極維持社會網絡與減少孤獨隔

離，進而增進社會適應能力。 

 
 
 
 
 
 
 
 

9.結論與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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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

    如果能有規律有計畫的外出到場所與設施參與愈多活動，往往老

人的身體狀況愈好，心理有愈健康的傾向。顯示老人有計畫的安排外

出到特定場所與設施從事活動，對老人生理、心理與社會的健康有正

面的相關性。因此社區組織提供老人在家之外能夠停留並從事活動的

服務設施，不僅夠維持老人的社會網絡與社會關係，且對於老人在生

理與心理層面有正面的價值。社區照顧服務有意義不僅在狹義上照顧

老人的生理需求，也能在心理上給予老人正面的支持，社區組織設施

的提供不僅是實質生活中一處老人可以活動的空間，而是在其中老人

可以藉此與他人聯繫互動，並得到心理的支持與滿足。 

建議 

    增加建築體間之戶外活動和不同層級會面的機會，將有助於發展

鄰里關係並維持社會網絡；在高層住宅的地面層公共空間是居民們發

展人際互動重要的場所，可能包括中庭、社區公園等空間。過去的研

究發現，在高層集合住宅中，經常使用綠地、廣場的居住者，通常其

往來家庭數較高，使用地面層公共空間的時間愈增加，其往來家庭數

也明顯逐漸增加。 

     
 

    為提供老人在社區中與他人交流互動的機會，社區組織扮演的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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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不僅是消極的醫療照顧提供，而是積極促進在自宅外老人間的互

動，以避免老人被社會孤立隔離，並享有親情及友情的支持，維持正

常的社交關係，繼續能夠渡過優質的老年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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